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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子辩证法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时代背景，其充分吸收了《易经》等时代成果。在老子论

述的思想哲理问题中，包括对立统一思想及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和普遍性；关注到事物的发展规律，认为

虽然发展变化的事物与前一阶段相比存在表面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却有所提高；质量互变思想等。老子

的辩证法思想对中外哲学研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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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Lao Tzu’s dialectics thought has its specif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which fully absorb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imes such as the book of changes. Among the ideo-
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discussed by Laozi, it includes the thought of unity of opposites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nd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s. This pap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de-
velopment law of things, and holds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superficial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things and the previous stage, they are actually improved.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idea of quality alternation. Lao Tzu’s dialectics thought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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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先秦时期所有的哲学流派里面，道家是最为重要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宝贵的一份精神财

富。随着社会发展乃至今日，道家学派仍占据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老子》中涵盖了很多精

华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是所有的思想里面最具价值的一个部分。老子辩证法

思想受到当时历史社会背景的影响而产生，老子作为春秋大变革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通过对自

然与人类社会多个方面的深入观察和反思，立足于前人所总结的理论成果，凝练形成了一套具有自我独

特之处的价值和理论体系。在老子哲学思想体系中，例如事物的对立与统一、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质变

与量变思想等，都为后代价值观的形成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

了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本文通过解读老子辩证法思想中的文化内涵，尝试挖掘其辩证法思想的精髓之处，试图探索这些哲

学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针对这些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弘扬。 

2. 老子辩证法思想的背景与来源 

2.1. 老子辩证法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春秋大变革时期，从经济方面来分析，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在当时的发展，在那个时代，铁制农具

逐渐出现，人们开始慢慢地推广牛耕，也在逐渐地发展水利事业，农业生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

善，伴随着这些进步和改善农民的农业生产效率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提升，在此条件下，社会产生了大

量的剩余产品。其次，由于春秋大变革时期的社会背景，产生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生产力的提高和产量

的增加为个体小农生产的出现打下了基础。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以及土地占有关系的改变，许多诸

侯国对自身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财政收入显著增加，这些变化的出现加快了奴隶制的瓦解，推动了

封建制的形成。第三，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加之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改善，农业生产效

率得以大幅增长，手工业、商业也均得到充分发展，进而加快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手工业也越来越

专业化，商业则越来越活跃，逐渐兴起了一些都市。 
从政治方面来分析，春秋大变革时代，诸侯崛起，王权逐渐衰微，周平王在公元前 770 年迁都洛邑，

随着周王室的武装军事力量明显减弱和财政实力的大打折扣，周天子的地位也逐渐丧失。相反其他的诸

侯国势力逐渐蔓延，也在那个时期相继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格局，周王室对诸侯混战没有约束能力，实际

上已经处于诸侯分裂割据的状态。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到了春秋中期之后，地主阶级在那个时期向奴

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使得封建制的形成步伐进一步加快。 
总的来说，在春秋大变革时代，科学、商业、手工业以及农业的进步，加之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

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从而促使那个时期的思想家展开了对当

时变革的一些理性思考，使哲学在那个时期取得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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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老子辩证法思想溯源 

在《史记》里面对老子的描述中谈到，老子是一个文化修养比较高、在有生之年曾经在东周王朝担

任过掌管图书的史官。任职期间，他广泛阅读诸侯国、周王朝的典籍并充分吸取其精华，通过阅读学习

积累了文字基础，为后期著作的创作打下了夯实基础。老子对于春秋大变革时代的社会现实以及社会变

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且通过撰写著作的方式将他的这些看法记录下来。 
此外，前人的研究基础与理论体系也为老子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及论述奠定了条件。举例来说，《易

经》中所讲到的“对立”“物极必反”，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

互关系等，都被老子所汲取并成为《老子》中相关理论论证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是继承和总结前人的观

点，另一方面也将前人的观点归纳转化成为拥有自己独特特点的思想，使得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在不

断发展完善中逐渐走向时代高峰。 

3. 老子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对立统一思想。作为老子辩证法思想的根本与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在这一著作中被老子

多次提及。一方面，老子针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和普遍性进行了充分论述，并依次列举了例如“有–无、

强–弱、动–静、”等近 80 对相对的事物，详细阐述其认为的万物都存在对立两面的思想，也进一步证

实了事物彼此之间对立关系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老子在书中提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1]，认为对立的两面在经过冲突斗争后能够达到相对的统一，即“和”，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矛盾的统一。

其次，老子进一步研究矛盾双方的关系问题，发现二者相互依存，也就出现了矛盾具有同一性这一观点。

书中提到“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前后相随，恒也”[2]。通过《老子》著作中第二章的相关论述可

以看到，老子认为矛盾双方始终共存在同一个体系之中，二者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分离，相反是相依相生。

最后，老子还提出矛盾双方也是可以进行相互的转化。例如《老子》在第五十八章提到“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3]。从老子“对立统一”的思想来看，这种观念能够深刻反映出

老子辩证法思想的核心与精华。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及个人原因等，老子对立统一的思想也同样存在一定

的不足。首先，老子虽然认识到矛盾对立统一问题中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但没看到二者之间的斗争性。

《老子》通篇很少提及矛盾双方是在斗争中存在的，仅仅强调了双方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便与其书

中提及到的“矛盾双方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是辩证运动的实质[4]”相悖，尽管对此老

子试图通过以“不争”去替代关于斗争性的论述，但学者仍认为无法作为论点支撑来弥补对于矛盾斗争

性论述的不足，认为老子忽视了对立事物的斗争也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其次，老子仅仅关注了矛

盾双方能够相互转化这一结果，但没有过多关注其需要的先决条件，并认为人们无法干预矛盾双方之间

的转化。他肯定了矛盾双方之间相互转化的绝对性，认为这是宇宙万物永恒的定律。但由于在《毛泽东

文集》中提到了“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强调了条件的重

要性“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都不会转化”[5]。可以看到，矛盾双方在转化过程中“条件”所具

备的重要地位，反观《老子》中的对立统一思想，显现出一定的形而上学和宿命论的色彩。 
第二，关于事物变化、发展的思想。老子关注聚焦到了发展中的事物，并将其与前一阶段的事物进

行对比研究，发现事物总是比前一阶段有所提高，也就是后来归纳所说的“事物发展总是从低级向高级

运动的过程”。虽然老子在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出这种概括性话术，但在文中例如“强为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远[6]”等，均表明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之意。另一方面，在后文还提到“远曰反”，提到事物发

展到一定程度后还会回到原始，发展成为事物本身。老子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波浪式

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前进趋势。此外，关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老子还在第 45 章中有较多论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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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否定”的思想，文中提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老子认为，看似空虚的圆满并不是真正的空虚，看似弯曲的直并不是真正的弯曲，真是看

似木讷的辩论也不是真正的木讷，他们都已经在原本事物的基础上通过发展而形成的新事物，本质也有

了变化。然而，虽然老子充分关注到事物的变化与发展，但是老子辩证法思想中仍然也包含着倒退的历

史观和循环论的思想。老子从“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7]”的自然

现象出发，认为世间万物终究是以“柔弱”胜过“刚强”，但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历程，新事物中终会战

胜并代替旧事物，而旧事物在退出历史舞台后并不能得以重新的强大和发展。他的“万物并作，吾以观

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8]”的观点则带有明显的循环论色彩。 
第三，质量互变的思想。首先，在《老子》中，老子辩证法的探讨中也在多处蕴含着质量互变的智

慧。唯物辩证法强调量变引起质变，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质变才会发生。这里点明了通过量的

积累才能引起质的转变，也就是说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在著作中他也举例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述，他

认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次，老子也同样关注到如何避免事物在发

展过程中偏离好的方向，并在著作中进行详细阐述。他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

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9]”。最后，老子在论述质变与量变思想的过程中，也提到需要遵循适

度原则的思想，认为不能一味追求过分发展。例如，他在第 9 章中讲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

锐之，不可长保……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段论述告

诫我们去遵循万物的生长规律，不能一味的追求过度发展，不然后果只能是走向衰败。对待万物要秉持

“适可而止”的态度，否则物极必反，反而会使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不良影响。老子上述思想所带

有的朴素性、原始性的色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尤为难能可贵。 

4. 老子辩证法思想的意义 

《老子》这部著作里面短短的五千言涵盖了丰富且深刻的流传至今的辩证法思想，上面说到的几点，

只是挑选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进行论述。总体来看，《老子》这一著作既拥有很高的哲学地位，也对哲学

思想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老子作为我国最早的一位富有盛名的辩证法思想大家，开创了道家学派，成为思想传统的创

始人，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思想系统，成为我国古代哲学优秀源头之一。这一思想流派中涵盖了非常多重

要的观念，成为我国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虽然过去也有很多哲学家都

曾经提到过很多重要的哲学范畴和概念，他们希望能够借助于这些概念和范畴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多

种现象进行解释，然而，他们给出的这些概念和范畴绝大部分都是比较零散的，并没有真正的形成完备

的理论体系，也缺乏本体论的支撑。 
其次，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对我国哲学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认

为“易经哲学”与“孔子”两目的总篇幅，还没有“道家”的大，并针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相关阐述。他

认为道家学派的老子的道德经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并且认为这本著作里面含有道经和德经两个部分，

然而大部分时候都叫道德经，也就是与理性和道德有关的书。也就是说在涉及哲学相关理论的同时，也

针对伦理学进行了论述，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地位，以至于之后很多哲学家都是基于老子的解释

开始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例如后来出现的宋明理学、魏晋玄学均借

鉴了老子思想的研究成果，在老子思想理论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即使到现如今，世界各国的

哲学家也都十分重视老子哲学的地位，不仅仅对老子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沿用，甚至很多外国的哲学家

都在家中收藏着老子的《道德经》。 
最后，老子的辩证法在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中含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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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对于世间万物运转规律的解释等，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借助这些理论去改造和认识世界，以便于更好

的为社会实践服务。比如在西汉初年，由于受到战乱的长期影响，社会凋敝，恢复生产安定社会成为了

那个时期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便受到统治者的广泛推崇。到了东汉末年，

当时的哲学思想家对老子的部分思想进行了改造，在此基础上创立编写了道教教义，其中体现了对不义

统治者的抗争精神。早期道教充分发挥着聚集民众、组织和宣传农民起义的作用，尤其在下层民众中盛

行。可以看出，在历史进程中，《老子》这一著作被一代代相继沿用，其思想也不断影响并推动着社会

的发展。 
如今研究《老子》这一著作，不仅能够为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提供详实的史料和素

材，也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详实的材料。总体来看，即使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老子》

这一著作仍是一座中国哲学的思想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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